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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 23日，州司法局在州职业
技术学院举行了我州首台法律服务机器人
—“青小律”入驻黄南启用仪式暨“法润校
园、护航青春”法治宣传活动。标志着“青小
律”在我州正式启用上岗，将为全州广大干
部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精准的智能化法律
服务，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宣传进校园活动深
入开展。

“青小律”是为解决当前司法行政系统
面临的公共法律服务半径大、资源分布不
均、律师等公共法律服务人才缺乏等问题而
研发的，由省司法厅统一配置到各市州投入
使用。是一款将司法行政领域法治宣传、法
律服务、法制保障三大职能有机整合，服务
领域广、服务范围宽、服务层次深的公共法
律服务机器人，它必将促进“互联网+公共
法律服务”新模式的推广应用，推进公共法
律服务体系建设，开辟了我州普法工作的新
空间。

启动仪式上，州司法局局长王强向同学

们介绍了“青小律”的
研发背景及主要功
能，勉励同学们要养
成守法的意识，规范
自己的言行，遵守校
纪校规，要学法、懂
法、守法、提高道德修
养，努力做一名对社
会有用的人才，给全
校师生上了新学期第
一堂法律课。州司法
局工作人员向同学们
演示了“青小律”的使
用方法。在现场，“青
小律”解答了同学们
的法律疑惑，还为同学们表演节目，赢得了
大家的阵阵掌声。

本次活动，还为同学们发放了《黄南藏
族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条例》《青少年法治
宣传教育读本》等法治宣传资料，通过此次

活动，增强了学生的法律意识。据悉，学校
还将通过法治讲座、法治展板等多种形式，
持续深入开展法治教育，不断强化学生的法
治观念，把学生培养成为尊法、学法、用法、
守法的公民。

法律小使者“青小律”上岗啦

本报讯（记者 马文莉）乡村振兴在行
动，巾帼之花紧跟随，从农家烹饪入手，尖扎
县贫困妇女拥有了一技之长，贫困户从“建
档立卡”走向“就业创业”。8月 27日，省州
及尖扎县妇联在康杨镇城上村举办为期15
天的乡村旅游烹饪就业培训活动，鼓励和帮
助农村贫困劳动力发展旅游业，助推精准脱
贫工作，提升农村贫困劳动力创业就业能
力，33名来自康扬镇的回族、汉族妇女一大
早来到了康扬镇政府参加开班仪式。州妇
联主席俄周结合十九大精神，鼓励暂时贫困
的家庭要坚定信心，结合各自实际把十九大
精神落实到生产生活当中，主动参与到乡村
振兴和精准脱贫中来。

此次培训邀请青海省妇女干部学校专
业老师进行授课，以农家乐管理、农家乐布
置、务工常识及法律常识、职业道德、服务礼

仪、客房及餐厅服务技能、食品安全知识、卫
生知识、农家乐烹饪技能为主，全部实行免
费授课。培训内容以烹饪理论与实际操作
相结合的方式，现场传授中式菜肴的菜品搭
配、营养搭配、食材选购以及烹饪技巧、火候
的应用等厨艺技能，让学员们在家门口轻松
掌握中式烹饪适用技能，提升贫困人口的创
业就业技能和脱贫致富本领。教学现场，老
师一边讲解步骤要领，一边现场演示制作菜
肴的过程，同时还传授了如何进行配菜，如
何合理搭配各种调料以及如何对食材进行
冷盘、炸、炒、焖、蒸等基本技能。学员们个
个精神集中，认真记着笔记，时不时向大厨
讨教烹饪诀窍。在品尝制作的菜品时，纯正
的味道更加激发了大家学习厨艺的兴趣，学
员们亲自动手积极学习交流。她们决心学
好厨艺技艺，为今后自主创业奠定基础，更

为脱贫致富打好坚实的基础。
讲话结束了，真枪实战的演练开始了，

因为学员中有回族学员，李生珠老师为这次
培训配备了专门的烹饪用具，锅碗瓢盆全然
一新。学员们有的择菜，有的洗锅洗菜，有
的查看调料，韩索菲亚是康杨镇的一名建档
立卡贫困户，听说烹饪培训的消息后，她第
一个找到了当地妇联参加报名，她说“有这
样的机会就要抓紧，我打算学好烹饪手艺，
开一家饭店，有手艺就有事干，家里收入也
会多一些。”

李生珠表示，“我们会建立微信学习群，
学习期间为大家解答疑问，培训结束后，可
以继续互动交流，我希望长期为学员提供学
习技术上的帮助”。实现随时随地为烹饪学
员提供帮助，有效打通烹饪姐妹们的就业

“最后一公里”。

就业创业 巾帼之花当仁不让

本报讯 8月23日，“首届藏族谚语演说
大赛”在泽曲镇东科日草原举行。

藏族谚语是藏族文化的精髓，是泽库县
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藏语称谚语为“当
贝”，它简短、通俗、形象、生动，寓意深
刻，富有哲理。在藏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
遗产中，谚语是藏族人民口头创作的一种
文学形式，是藏语言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藏族语言之精华。它像千万颗晶莹的宝
石丰富了藏族语言文学的宝库；它反映了一
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思想和眼光；它内容广
泛，数量众多，使用频率高；它向藏族人民传

授生产知识、社会生活经验，教导人们分
清是非善恶，鼓舞奋斗意志，培养高尚的
道德情操。

46名来自果洛、海西、海南、海北、
甘南等地藏族谚语爱好者参赛。其中，泽
库县经预赛选拔前 6名选手参赛。比赛本
着公平、公正的原则，邀请青海民族大学
教授旦木正，中国政法大学博士、藏汉双
语法学教授隆英强，甘肃民族师范学院藏
汉双语教育学院教研室主任李加太，青海
藏语广播电台国家一级播音员周拉加，藏族
著名谚语演说家扎叶尕桑做评委。经过 4

天的初赛、复赛、决赛、总决赛等激烈竞争，
最终确定一等奖 1名，二等奖 3名，三等奖
2名。

此次比赛秉持传承与保护非遗传统民
俗文化的态度，有效地推广了藏民族丰富多
彩、独具一格的民间才艺及传统文化，并向
社会广泛宣传了藏族别致的语言魅力及有
滋有味的言谈艺术的同时，为做好非遗项目
传承及保护工作，进一步争取将藏语谚语申
请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打造泽库

“高天圣境、谚语之乡”文化品牌创造了良好
的条件。

打造“高天圣境 谚语之乡”文化品牌
—— 泽库举办“首届藏族谚语演说大赛”

本报讯 为进一步解决黄南州农牧区电信服
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状，根据省电信普遍
服务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转发工业和信息
化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2018年度电信普遍
服务试点申报指南>的通知》要求，黄南州及时编
制申报《2018年度黄南州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实施
方案》。目前，该方案已获工信部批复，项目涉及
全州 119个行政村的 121个基站建设，总投资
8020.53万元（其中，工信部专项扶持 30%，中标
通信运营商配套 70%），项目将在省政府统一招
投标完成后开工建设。

黄南电信普遍服务方案
获工信部批准

本报讯 近日，同仁县电子商务运营服务中
心正式启用。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电子商务已成为我国
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但由于农村经济发展速度较
慢，经营模式落后、产品标准化体系尚未建立，导
致产品销量十分有限，而农村电商的出现可以解
决这些问题。

同仁县推进电商、参与电商、服务电商、培育
电商，让电商的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用电商
手段助推经济快速转型，同时，县域各企业负责
人转观念，抢抓电商发展的重大机遇，投身电商
创业时代潮流，使同仁涌出更多本地的电商企
业家。

本次启动仪式开启了同仁县电子商务发展
的崭新时代，是同仁县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
战略，实现电子商务助推精准扶贫，助力乡村振
兴的具体行动。

同仁电商中心正式启用

本报讯 近日，我州各县民政局主管副局长
及社区书记（主任）共34人赴天津市滨海新区观
摩学习。

此次观摩学习采取理论授课与社区实地观
摩相结合方式进行，理论课程由滨海新区部分社
区书记和主任进行授课，课程内容主要以实际工
作典型事例为主，内容丰富，事例生动，取得了较
好的教学效果。社区实地观摩主要通过参观新
城区与老城区、中国化模式社区建设与国际合作
模式社区建设，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了解一线
城市社区建设、管理方式和运营模式。

通过观摩学习天津滨海新区社区服务理念
和创新措施，使参加培训的人员开阔了眼界，增
长了知识，更新了观念，拓宽了思路，大家一致认
为，要借他山之石，琢自家之玉，既要善于总结经
验，学习借鉴，又要结合自身实际，不断增强工作
责任感和使命感，要把为群众排忧解难、为民服
务的宗旨意识深深植根于头脑中，创造性地开展
社区服务工作，推动黄南州社区工作提质提档。

全州社区书记
赴滨海新区观摩学习

本报讯 近日，康杨镇宗子拉村召开产业扶
贫首次分红大会，185户代表参会。

会上，由宗子拉碧芬肉牛养殖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绽而有布介绍了养殖场建设运行及效益分
析情况。并由贫困户代表、非贫困户代表、联点
单位负责人相继作了发言。尖扎县法院院长孙
瑞杰鼓励贫困群众要积极行动，利用好产业扶
贫、贴息贷款等各项帮扶政策，切实改变自身不
足早日实现脱贫目标。

会后，现场进行了产业盈利分红。共计分红
20.5868万元，其中为享受到户产业资金 20户 76
人按12%分红5.8368万元，为“530”贷款户8户按
12%分红4.8万元，199户农户分红9.95万元。与
会村民代表均表示，这次分红让大家都感受到了
产业扶贫政策带来的福利，并对美好生活充满了
希望与憧憬。

康杨镇宗子拉村实现
产业扶贫首次分红

本报讯（记者 张海麟）自 2017年环境
保护督察工作以来，闹日经营的黏土砖厂已
经停产近一年了。去年8月，他的砖厂因生
产粘土砖，并未取得相关环保手续，被责令
停产整顿。

如今，站在家乡这块熟悉的土地上，脚
下这座占地 4866平方米，日生产标砖达 30
万块的新型厂房前，再一次当上厂长的闹日
感慨之余，欣喜万分……

8月 30日，同仁县保安镇群吾村，总投
资3000万元的现代化全自动生产线新型环
保电砖厂成功试投产。以“电”代“煤”，完全
使用电力清洁能源的这家同仁新贤电砖
厂，成为我州积极推广实施电能替代项目
以来，成功转型升级的首家“环保型”电

砖厂。
伴随着传送带匀速的运转，四、五名工

人分控着厂区各处的电器化按钮，一斗斗沙
土经过机器破碎、选筛、压制、切割等几道工
序，被制成结实工整的条形砖胚，等待入窑
电烧制……

“经营土法制砖已经十几年了，产能落
后、方式落伍。环保，始终是个过不去的
坎！近两年，政府和电力企业大力推广实施
电能替代项目，自己也试图寻找一种更加经
济、更加环保的生产方式。这次开设的新砖
厂所配置的设备都是先进的一体化机器，既
可以大幅度节省人力成本，电脑全程精准控
温，方便安全，如果每天全线投产，产量预计
可达 30万块砖，比同规模砖厂产量提高了

十倍左右。”闹日激动地向记者表示。
另据砖厂企业法人唐新忠介绍，电能制

砖与传统黏土砖厂不同，制砖的炉渣可以采
用以适当比例的工业废渣、煤研石制成砖
坯，与传统煤炭砖厂需烧一天相比，电烧砖
30分钟就可以烧好一窑，节约成本每一块
砖至少在 0．2至 0．3分钱，焙烧基本不用
煤，真正实现了变废为宝，生态环保。

截止目前，试投产中的同仁新贤电砖厂
已完成各项生产审批手续，由于降雨等因素
部分硬件设施还在建设当中。正式投产后，
厂房采用全封闭钢结构厂房，集尘罩布袋除
尘器，设置安装减震垫，以达到无噪音效果，
真正实现“绿色发展”。

我州首家新型环保砖厂试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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